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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言

1946年，以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骨干力量为主体，创建了东北大学鲁迅

文艺学院，成为新中国东北地区艺术教育的重要发源地， 吉林艺术学院便是在此

基础之七萌生和发展起来的院校之一。 七十年回望，历史的脚步清晰凝重，从延

安鲁艺红色基因在东北大学中的萌发到初建时的革路蓝缕， 吉林艺术学院在白山

黑水之间不断发展、壮大，业已桃李满枝、蔚然成林。

吉林艺术学院的诞生和变迁， 见证了建国后吉林省乃至东北艺术教育的发展

历程。 1950年.由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发展为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 。 1958年，

音乐系从东北师范大学整体划出，成立了吉林艺术专科学校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

吉林省第一所独立的高等艺术教育机构。 第一代吉艺人承继延安鲁艺的文化学脉，

以激昂的创业精神，白手起家，历尽艰难坎坷和曲折探索，奠定了学校的专业

根基和学术传统。 1964年，随着国家教育结构的调整， 学校改制为吉林省艺术学

校，学制和教学内容随之调整，但学校的育人内涵和专业精神仍然延续。 "文

革"中， 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管理受到严重破坏，但吉艺人同舟共济，守望相助，

于1970年恢复办学，成为全国最早恢复招生的院校之一。

1978年， 学校正式升格为吉林艺术学院， 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一所综合性高

等艺术学府。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，学校迎来了建设和发展的黄金时代，

专业教学、 学术研究和科研创作的水平和层次都显著提升，人才辈出 ，载誉

载荣，为艺术教育和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。 在社会转型、文化

多元的大背景和新语境下.吉艺人以改革为动力.兼容并蓄，学脉相承，锻

造出"博学、求真、至善、尽美"的艺术品格，走出一条具有吉艺特色的发

展之路，既与时代同步，与社会同行，追踪全国和世界高等艺术教育和文艺

发展的前沿;又充分发掘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，为吉林这方热土放歌，从而

使学校成为东北地区高等艺术教育的重镇 。

在历史的星空下，每一位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吉艺人，都闪现出动人的风

采，他们的无私奉献和辛勤耕耘铸就了学校的辉煌。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前辈和



老一代艺术名家主要有:建校的奠基人徐辉才、耿际兰等;音乐领域李廷松、董

清才、王恩显、尚德义、甘柏林、徐光荣、孙宪、吕金藻、X1J 尚1昆、胡鹏、姚涌、

韩冈觉、高慧菊、彭文洁、刘振邦、元柏宣等;美术领域卡孝怀、孙天牧、王

炳照、潘素、王庆淮、葛路、张放、李伯涵、李子喻 、 马连弟、靳之林、胡锦麟、

傅植桂 、 英若识、李巍、蚁美楷、黄金城、刘润民、徐德润、朱松年、王杰、李

守仁 、 吴景同、张大经、谷钢等;戏剧领域徐枫、纪维时、郭溥澜等;舞蹈领域

王福玲、周仲元、陈鸿英、朱珠、仲佩茹、莽双英等。 他们为学校的发展作出

了卓越的贡献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，创作出一大批具有经典意义

的艺术精品，累积出学校深厚的文化学养。其艺术精神不因时代变迁而潭灭，

反而在当下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。

如今，新一代吉艺人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，秉持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

术品格，育人以德，授艺以道，唯实求新，使学校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在

教学体制改革、学科专业建设、学术研究水平、艺术创作水准等方面都实现了重

大突破。 创建了新的人才培养模式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，教学质量不断提升;建

立多个国家级、省级学术研究基地和平台，承担一批国家级艺术设计展演项目，

在国家级专业基金项目中屡有斩获，产出一批具有长久价值的优秀艺术成果;形

成了一支忠诚于艺术教育事业 、 结构优化、水平过硬的师资队伍，特别是产生了

学养深厚、视野宽阔、充满活力的新一代名师名家，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专业影

响力和引领力。

"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"，我们学于斯，长于斯，事于斯，吉艺是我们

的艺术本源和精神家园。在迈入"十三五"发展征程的历史时刻，我们一定会抓

住历史机遇，勇担历史责任，奋力实现新的更大的跨越，推动学校向充满生机、

特色鲜明、国内一流的高水平艺术大学迈进!

郭春方

2016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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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艺术学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，东北

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又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东北延续和扩展出来的

院校之一。

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于 1938 年在延安创办的一所综合性

艺术学院， 1940 年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， 1943 年并入延安大学，成

为延安大学所属的喜迅文艺学院。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办学八年，

团结和培养了大批的革命文艺干部，为革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

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妥的贡献，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和艺术教

育的发源地。

抗战胜利后，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派出由舒群、田方等率领

的东北文工团到达东北。 1946 年 1 月，原东北文工团团长舒群及成

员张松女口(公木)等负责筹建东北公学，学校成立不久，改称东北

大学，并以东北文工固和后来到达东北的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领

导和业务骨干为主休，建立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，后历经东北大

学文学系美术科、音乐科，东北大学文工组等阶段。 1950 年，东北

大学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并重新建立音乐系，其成为吉林艺术学院

的直接前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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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

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到东北大学

鲁迅文艺学院

( 1946. 2- 1946. 12 ) 

一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建、

演变与影响

1. 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鲁迅文艺

学院

1938 年春，为了培养抗战艺术干

部，提高抗战艺术的思想及艺术水平，

使艺术的武器在抗战中发挥最大的效

能，在革命圣地延安，毛泽东及党中 圈 1.1 1 939 年 4 月 鲁艺的教育方针

央领导创办了"鲁迅艺术学院"，简 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，使鲁艺成为实

称"鲁艺" 。 毛泽东 、 周恩来、林伯 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。 "

渠、徐特立、成仿吾、艾思奇和周扬等 1938 年 4 月 10 日，鲁迅艺术学院

同志联名发出的鲁迅艺术学院 《创立 (以下简称鲁艺)在延安正式成立。 毛

缘起》一文中指出"我们决定创立 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，他说"要

这所艺术学院，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 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

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，这不仅是为 术运动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

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，并且表 指导下，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

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 的使命和作用。 " 4 月 28 日，毛泽东

进" 。 同时，中央书记处为鲁迅艺术 在鲁艺发表演讲，讲到"鲁迅艺术

学院规定了教育方针 (图 1 .1 ) : "以 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、丰富的

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，在中国新文 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

艺运动的基础上，建设中华民族新时 艺工作者，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

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，训练适合今天 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。 "鲁艺是

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，团结和培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的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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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. 2 延安时期毛泽东给鲁艺师生作报告 图 1.3 1939 年 8 月鲁艺在延安东郊桥儿沟校址

艺术学院，在中国艺术教育与发展史 学艺术事业;教育方针的具体目的是培

上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。(图 1.2 ) 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之

作为一所综合性的艺术专门学校， 理论、创作、 组织各方面的人才，必须

鲁艺先后设有戏剧、音乐 、 美术 、 文学 具备有相当的理论知识和某种技术专

四个系，初期学习期限为 9 个月 。 学校 长。 1941 年，鲁艺的教育方针又做了进

当时最高的行政组织机构是"院务委员 一步充实，强调"专门化"，主张"为

会"，由沙可夫、周扬、 徐以新等人组 将来的全国文艺活动培养干部" 。

成，沙可夫任副院长。 为此，学院进一步强化了专业课程

1939 年 5 月，鲁迅艺术学院举行创 设置与教学，注重对学员专业基础和专

立一周年纪念大会 (图1.3)。 毛泽东 业素质的教青，如音乐系的课程设置:

等在会并为鲁迅艺术学院题词。 毛泽东 音乐概论、 音乐史、 音乐欣赏、 和声

的题词是"抗战的现实主义 ， 革命的 学、 作曲法、 视唱 、 指挥、 乐曲 、 普通

浪漫主义" 0 1940年，鲁迅艺术学院改 乐学 、 民间音乐研究 、 近代歌曲研究

称为"鲁迅艺术文学院" 。 在建校两周 等。 学制也延长至三年。

年纪念时，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，并题 1942 年 5 月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

写了"紧张、 严肃、 刻苦、 虚心"的八 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小礼堂召开，

字校训，成为鲁艺的革命校风与教育准 鲁迅艺术文学院领导和各专业的骨干

则。 同时期，中央还明确规定鲁艺教育 教师五六十人参加了座谈会 ， 聆听了

方针的基本要求: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 毛泽东 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 。

的专门人才，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的 5 月 30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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